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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

内容概要

這是一位日本記者遍歷中港台三地的新聞生涯的紀實；書中留下作者大半生與中國的不解情緣及心路
程的點點屐印。作者是資深的新聞工作者，曾現場採訪過中日邦交正常化、巴基斯坦軍事政變、印度
支那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與東南亞、中、日、韓、港台的許多政要多有交往。他的筆下再現了二十世
紀下半的亞洲風雲突變，既是中日關係史上的現代篇章的備忘錄，也是新聞學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實用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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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

精彩短评

1、行子，这个书的讨论下面有一个下书很有意思的地方，可以email推送。
2、怎么那么多流水帐出成书了。
3、读了1/3不想读了
4、看到了很多原本不了解的中国现当代史。
5、可看可不看
6、能读 中肯 不算有趣
7、语气诚恳得令人怀疑其诚意
8、作者是个亲华派
9、乏善可陈
10、记者的眼光，记者的笔调，记者的心境，佐证那些历史的最佳读物。
11、以作者的资历应该写的更好才对，感觉没有突出重点
12、这文章写的真啰嗦。。。 看的也费尽。
13、三星半，出版和阅读的时间毕竟隔了好久啊~
14、很好。新闻追踪应该这样挖掘本质。得找到纸质书好好看看。吉田实有其他著作吗？
15、如果是带着猎奇的心态中国读者 这部书就索然无味了/摘抄：人类的判断常常是相对的，绝对正
确的东西是哪儿都不存在的。尽管如此，人类还是依赖“知性”视自己的判断为绝对，进行相互对立
和怨恨，这就是具有思维能力动物的人类宿命的悲剧之根源。---庄子之所谓“不知之知”
16、仔细看，感触良多
17、分成很多小篇幅，读起来不费力。讲了很多常识。
18、我发现，历史对我不感兴趣。。。看了也不知道看的什么。。。
19、全书都在和谐。讲的全是常识。
20、可能对此兴趣不大，没有读完
21、还是可以看看，了解下那段历史，多一个角度嘛~
22、这不是一口气可以读完的书，需要时间一点一点的慢慢看。
23、差不多是一个日本记者三十五年的新闻评论合集。对于了解中国现代历史脉络还是不错的。尤其
包含一些国内会删节的内容。
24、真心推荐，客观，事实，了解整个亚洲局势
25、傻书。打官腔习惯了好不容易凑字数成为一本厚厚的文字集。指望说什么呢，没有个人情绪，尽
量用数字说话，大篇幅引用条约。还有庄子的几句话。看完一包气。和崔永元搞的我的抗战根本没法
比。人家有血有肉，也用数字史料说话。
26、陈述事实的一本书，长知识用很好。中国一直宣传日本教科书怎样怎样，我们的历史课本也是五
十步笑百步嘛！
27、因为是以作者自己的生平为线，所以对历史的叙述并不系统，内容也是泛泛，少有新鲜的。但毕
竟还是给了读者一些历史的细节，所以，还行吧。当然，也可能我自己看了题目后，先入为主地认为
将要看到某些内容，而实际上讲的并不是内容，由此产生失望。
28、谄媚的一些表现手法算是理解吧，所谓的客观事实也一般。
29、对历史不太了解，只有在学校里面学到的。通读这本书，了解到了不少史实，如果是真实的话。
毕竟是一个人所经历的，能给我对于历史有大概的了解，并且改变了我一些历史观。
30、历史
31、清明节假期一天看完，佩服作者的职业经历。经历才是一个人最宝贵最独特的财富！
32、了解大陆所讳言的一些历史。
33、由专栏汇成，所以不费力，但也如断烂朝报，启发处不多。
34、这本书不错，虽然还是能看到有所避讳的感觉。
35、写的很真实
36、作者从一个偏左派日本人的视角看中国，梳理出了中国建国以来的新闻大事记。由于全文对中国
褒多于贬，所以整本看下来很舒服。
37、比较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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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

38、就国内粪粪的评判基准来说，吉田桑算是绝对一个相当的[崇中媚华]的[日奸]。当然，即使按照
一般日本人的观点，吉田桑也能被认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赤化分子]。作为记者，写的纪实书籍简单
通俗易懂是个大优点，但既然是记者而不是外交家，就不应加入太多的主观评价和揣测推断。
39、了解了一些历史事件的简单经过，还是蛮好的
40、掩盖历史是多么愚蠢的行为，但是人类却一直孜孜不倦
41、二战后亚洲政治事件索引，常识普及书，作者观念很中庸
42、回忆录波澜不惊，然作者之四方游历垂涎者甚。倘不业工事，国际新闻记者抑或独立评论人可为
吾求~未曾知，香港之于大陆如金玉之于男体......吉田威武！
43、不是很深入，但客观，纪实，符合一个记者的口吻，报道事实，但不做揣测。
44、本书是作者记者生涯中所见所亲历的近代大事的纪实。怎么说呢， 比较中立。看了之后对最近世
界局势到底怎么变，为什么这么变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写作手法又是片段式的，少了连篇累牍的烦闷
，也少了高谈阔论的理论。不错
45、相当无聊的一本书.......白水煮青菜......
46、比较烂的流水账
47、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
48、政治
49、从一个日本人的角度看中国，不习惯这种新闻纪实类，觉得虽然不错，但达不到说香港中文大学
的推荐书单吧？
50、记者也有他自己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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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

精彩书评

1、匆匆浏览该书。拣自己关注的主题阅读。作者三岁至十四岁在台湾长大。日本战败后，遣送回国
。后成为记者。除了开篇描写了自己的童年，行文牵涉个人部分极少，主要是记录职业生涯。自上世
纪60年代以降，作者亲身经历中国以及东南亚的历史巨变。从日本一岛国出发，眺望周边邻居，思考
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文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从中国回来，觉得日本人像中国人。从东南亚回
来，又觉得日本人像东南亚人。日本既有岛国特征，又受大陆农耕文化的影响，所以东南亚和中国是
日本人能感同身受到的邻居。战后的日本因祸得富，踏上了安定平稳的道路。而边上的那位巨人却一
直动乱不止。也把周边卷入不安全的动荡之中。直至告别文革，中国走出崩溃边缘。文中史实，大多
都已耳熟悉能详。但个人经历的现场体验，传达出气氛却是无法复制的。作者离开台湾时，台湾正在
摆脱日本人的统治。四十多年后，作者又回到台湾。历史的时钟又展开了新的轮回。台湾正在摆脱国
民党的统治。这期间从中国内战，到新中国成立，然后文革到改革开放。可谓江山易主，朝令夕改。
但百姓为争取自由的努力还在生生不息的继续着。作者最早学中文是在香港。正值中国自然灾害时期
，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关怀令作者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有不少人从中国逃至香港。香港是容身收留他们
的地方。港人寄钱寄物给大陆的同胞，不遗余力。这些描述让人思考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关系。香港人
不认可自己是china人，但对china支持最多的却是香港。另外作者虽然在60年代到中国采访。目睹北京
红卫兵大串联。但对整个运动的来龙去脉的介绍很浅，尚停留在中国官方的正统介绍中。而且掩饰不
住对毛的崇拜，这也是他们那代人的特征。作者学生时代的论文就是论毛泽东的《矛盾论》所以属于
左派。全书对中国否定不多，所以读时，脑海闪出的人民日报的评论： 作者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为中日两国正式邦交和人民的友谊做出过贡献。作者86年在越南采访。越南官方领导人说，对于中
国我们是准备铺红地毯的。那时候两国正要结束军事冲突。然后又是一轮回。在新的世纪。如今两国
正为南沙群岛抢夺石油资源。中国和东南亚诸国。在下读着不免感叹：修生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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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

章节试读

1、《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的笔记-第120页

        1、读到作者在北京郊区拍照被拒，感觉文革时的中国和今天的朝鲜何其相似~
2、考研时学的对70年代世界局势的划分，三个世界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但是作者书中却写的是邓小平
提出来的。
3、感觉作者对于中国当时发生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持有宽容与乐观的态度，这与我这个正宗天朝子民
的心态却很不一样~也许他的心态更平和些吧，但是不可否认，文革是中国的灾难~我想这个没人能否
让吧~

2、《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的笔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已经看了这本书的80%，对于我这种缺少对国家周边政治情况有所了解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很
基础的入门书籍，通俗易懂，很适合我这样的人去阅读。作为新闻记者的作者，写实的手法我比较喜
欢，虽然里面有较为严重谄媚中国的味道，但是还在接受的范围。
     推荐那些想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却没有任何知识背景贮备的人去看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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